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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玉米瘤黑粉病的发生特点、原因及综合防控对策①

朱富春

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植保植检站,河南 漯河462300

摘 要:玉米瘤黑粉病是一种局部侵染的真菌性病害,严重影响玉米产量和品质.笔者经过多年试验研究和调查分

析,摸清了召陵区玉米瘤黑粉病的发生特点、发生原因,并结合生产实际提出综合防控对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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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陵区位于河南省中部,耕地面积3万hm2,常年玉米种植面积1.87万hm2,是当地主要的秋季粮食

作物.近年来,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以及连年重茬栽培的影响,致使玉米瘤黑粉病在召陵区呈逐年加

重态势[1].据测定,果穗以下茎秆发病平均减产约20%,果穗以上茎秆发病平均减产约40%,果穗上下茎

秆发病平均减产约60%,果穗发病平均减产约80%.同时,大田发病病株率为5%~10%,严重发病田可达

70%~80%,减产率约为病株率的1/3,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和品质,挫伤了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.为

此,笔者深入玉米种植基地,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、调查分析、查阅相关资料,摸清了召陵区玉米瘤黑粉病

发生特点、发生原因,并结合生产实际提出综合防控对策.

1 病害症状

玉米瘤黑粉病又名玉米黑穗病,其病原菌为玉米瘤黑粉菌(Ustilagomaydis),群众称为玉米“乌霉”和

“蘑菇”等,是一种局部侵染的真菌性病害,主要症状是在玉米的雄穗、果穗、气生根、茎、叶、叶鞘、腋芽

等部位形成膨大的肿瘤[2-3].玉米瘤黑粉病菌主要以冬孢子形态在病残体、污染的种子表面和土壤、粪肥中

越冬,来年成为初侵染源,适宜条件下冬孢子萌发产生担孢子和次生担孢子,随气流、雨水和昆虫传播侵

染玉米组织,严重时引起死苗和空秆.其中茎秆和果穗的危害对玉米产量造成的影响最大.典型瘤状物组织

初为绿色或白色,肉质多汁,后逐渐变灰褐色,有时带紫红色,成熟后薄膜破裂,散出大量的黑色粉末(病

菌冬孢子),再次成为来年侵染源,完成侵染循环[4-5].

2 病害发生特点

2.1 病害发生时间集中

玉米苗期为害较轻,抽穗前后30d为玉米瘤黑粉病的盛发期.一般7月 上旬开始显症,7月中下旬至

8月上旬病情逐渐上升,8月中下旬进入病害集中发生高峰期,直至玉米老熟后才停止侵害.由于该病菌冬

孢子没有明显休眠现象,潜育期2~3d,7~10d即可完成一次侵染循环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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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发生面积逐年扩大,为害程度逐年加重

2017年以前玉米瘤黑粉病零星发生,仅个别田块发生.近3年来发生面积逐年加大,2021年发生面积

0.57万hm2,占玉米种植面积的30%以上,一般病株率10%以上,严重田块病株率45%以上,多发生在夏

玉米上,春玉米上少见.

2.3 品种间发病程度差异明显

据调查,召陵区种植玉米品种都发生瘤黑粉病,不同品种发病程度不同,早熟品种比晚熟品种发病略

轻.一般耐旱、果穗苞叶长而紧裹的紧凑型品种抗病性强,如农大108、郑单958、豫玉23、掖单4号、掖单

22、中科4号等;而果穗苞叶短而松弛的平展型品种抗病性差,如浚单20、浚单18.

2.4 相同品种在不同地块发病不同

一般秸秆还田、偏施氮肥、管理粗放、病虫害防治不及时、种植密度过大的地块发生严重;而有机质含

量高、配方施肥、抽雄前后合理灌溉以及玉米长势健壮的地块发生较轻.同一地块两头及两边,玉米瘤黑粉

病发生严重.

3 病害发生原因分析

3.1 气象因素

气象因素是诱发该病的主要因子.玉米生长期间,前期干旱,后期干湿交替、高温多雨,或者 玉米抽雄

前后“卡脖旱”,有利于该病发生、蔓延、为害.气象资料分析,召陵区6-7月高温干旱少雨,空气干燥,不

利于瘤黑粉病孢子萌发,但有利于菌源的积累.8-9月玉米进入抽穗期,降水增多,空气湿度大,病害盛发

期与降雨期相吻合,有利于病菌孢子的萌发、侵染,造成玉米瘤黑粉病在抽穗前后集中暴发、蔓延、流行.

3.2 菌源因素

召陵区玉米种植面积1.87万hm2,占秋作物种植面积85%以上,多年重茬栽培,全区玉米秸秆还田面

积95%以上,未经高温腐熟的玉米瘤黑粉病残体大量存在,造成菌源数量逐年累积.

3.3 品种因素

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,当地种植的玉米品种50%以上是感病品种,对瘤黑粉病无免疫品种.多年感

病品种大面积种植,会导致菌源连年积累,造成该病逐年加重.

3.4 栽培管理因素

当对玉米种植田管理粗放,偏施氮肥,会造成组织幼嫩、植株徒长,有利于病原菌的侵入[6];种植密度

过大,田间郁闭,湿度偏大,植株抗病性降低,有利于病害发生;群众防治玉米螟、蚜虫、红蜘蛛、粘虫等

虫害不及时,病原菌易从虫伤口侵入为害.另外,玉米瘤黑粉病残体未清除田间,造成多年菌源累积,有利

于该病的暴发流行.

3.5 不利因素

玉米是高秆作物,其瘤黑粉病在抽穗前后为盛发期,此时,气温偏高,植株高大,田间郁闭,实施喷药

防治非常困难.因此,群众疏于防治,造成病害集中暴发、蔓延.

4 综合防控对策

按照“预防为主,综合防治”的植保方针,根据玉米瘤黑粉病发生特点和原因,以选用抗病品种为基础,

加强栽培管理,本着“病害治早”原则,抓好药剂拌种,防病在于治虫,在玉米抽穗前后开展化学防治,达到

综合防控的目的.

4.1 选用抗病品种

开展品种抗性鉴定,选育和推广抗性较强的品种,是当前最好的防治措施.目前尚无免疫品种,在重病

区应选用农大108、郑单958、豫玉23、掖单4号、掖单22、中科4号等耐旱和果穗苞叶长而紧裹的紧凑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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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病品种,同时加强植物检疫,严防带菌种子和感病品种的传入[7].

4.2 栽培防治

①合理轮作和密植,提高植株抗病能力.②尽早摘除病瘤,在肿瘤未成熟破裂前,进行深埋销毁.③加

强肥水管理,平衡施肥,避免偏施氮肥,植株贪青徒长.④抽穗前后适时灌溉,避免玉米“卡脖旱”.⑤及时

防治玉米虫害,减少玉米虫害伤口和人为机械损伤,提高植株抗病能力.

4.3 药剂防治

4.3.1 种子处理

50%福美双可湿性粉剂500g拌玉米种子100kg;3%苯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200~300g拌玉米种子

100kg;2%戊唑醇湿拌种剂100~150g拌玉米种子100kg;15%三唑酮可湿性粉剂60~90g拌玉米种子

100kg.

4.3.2 地表封闭

玉米在播种至出苗前,选用15%三唑酮可湿性粉剂750~1000倍液,或10%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

2000~2500倍液,或50%克菌丹可湿性粉剂200倍液等,进行地表喷雾封闭,减少玉米瘤黑粉病的初侵

染菌源.

4.3.3 植株喷药

在玉米苗期喷施药剂有效预防病害的发生和发展.该病在玉米抽穗开花期集中爆发,且发病快,直至

玉米老熟后才停止侵害.因此,在玉米抽雄前或肿瘤未出现前采取三唑酮、戊唑醇、烯唑醇、苯醚甲环唑、

克菌丹等杀菌剂进行喷雾防治,同时兼治其他病害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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